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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參與機構及策展人  

   本計畫共邀請國際場館策展人共計 48人次，確認回覆可以參與名單為，台灣一級國家表藝術

中心三館均派代表參與以、二個國際藝術節及一個美國機構代表共同參與。 

 
 

  （五）活動總覽  

   Taiwan Music Showcase 2021 Online  時間 2021.12.15-19   

 

【會議摘要】 
國際論壇 
第一場 與國際市場最近的距離 



國際市場的開發，不論對於創作者、演出團隊、經紀與整體的政策而言，向來都是一個很重

要並且值得深究的議題，Casey HeeKyung Ahn從經紀管理的角度，能透過區域型的策略夥伴，
共同合作耕耘；Sharon Chan從製作內容的開發，可以透過共同創作或共同製作的計畫，達成
創作者的跨文化交流與達成作品巡演的目的；Korea Artists Management Services從半官方單位
推展的角色，文化國家隊也是臺灣近年的重要政策，透過計畫主導與補助支持，鼓勵個人與

團隊延伸合作夥伴或跨國合作，成為國際市場佈局的點、形成區域的連線、發揮文化經濟循

環的面。 
 
第二場 音樂節目製作的新元素 
雖然疫情限制了實體演出，但科技工具彷彿也帶來線上節目製作的契機，虛擬平台不僅是傳

遞的載體，也可以成為創作的新靈感，扭轉過去舞台實體演出的製作過程與呈現視角，韓國

ReMidas經紀人分享曾經透過抖音軟體合作即興演出；香港 PROJECT21st 以文本、搭配音樂
創作並結合影像敘事，結合線上與實體場域的運用與播送；Thomas Bruns帶來具有創意的作
品透過影音平台、加入線上策展概念等案例，持續維繫與樂迷或觀眾的連結，期待實體演出

於劇場再度相聚。 
 
Pitching 音箱提案會 
介紹 PROJECT21st除了介紹近期作品，也歡迎臺灣藝術家加入 2022-2023計畫「music is 
more」；韓國 ReMidas與 Gomool樂團已經有較為成熟並完整的演出計畫及內容，聚焦於媒
合受邀演出的契機；香港創樂團於衛武營開幕季當代音樂平台《崢嶸之樂》獲得好評，期待

未來有擴大合作及合製演出；斯洛伐克MOJŠE Band是本次唯一的歐洲團隊也帶來World 
Music Festival of Bratislava音樂節的介紹，期待有互相交換團隊演出的合作模式；臺灣團隊：
同根生、那娜擊樂二重奏、黃珮舒也分別介紹近期音樂作品及演出，期待透過這個平台發聲，

創造更多元的跨國合作或演出機會。 
 

 

(1) 2021.12.17 (Fri)航向未來的當代音樂國際論壇  公開活動 中英文同步口譯 

未來的根基在此時。此刻 

現在的我們如何彼此激盪、穿梭於基礎與創新 

將形塑未來音樂創作的精彩程度及光譜 

當代音樂是未來流行的前鋒部隊 

是創作者、演奏者、同時也是實驗者 

持續著「何不這樣、那樣」 

「加點這個、那個試試看」的探索過程中 

在當下找到聽覺甜蜜點 

成為未來樂壇的最大公約數 

 

 

19:00-20:30 第一場論壇「離國際市場最近的距離」  

封閉的兩年真空期 

改造了過去的國際連結與對話平台 

國際市場的耕耘與鋪路 

將在疫情過後，如何重整腳步、重新思考 

 



引言人| 

余岱融，獨立製作人、創作顧問、國際劇評人協會臺灣分會副理事長 

 

講者| 

Casey，韓國 ARTISTA KOREA經紀人 

Michelle Lee 韓國 KAMS 表演藝術推廣經理 

Sharon Chan，香港廿一檔製作總監 

 

參與人數：19 人 

 

活動紀錄 

 

 



 

 
 

 

 

21:00-22:30 第二場論壇「疫後音樂製作的新元素」 

線上線下的界線是否將逐漸模糊？ 

線上演出的製作，會不會越來越多？ 

是否以後要線上兼線下的製作練功？ 

這些大哉問 

一起聽聽製作、經紀、創作專業視角的分享 

 

引言人| 

余岱融，獨立製作人、創作顧問、國際劇評人協會臺灣分會副理事長 

 

講者| 

Casey，韓國 ARTISTA KOREA樂團經理 

Sharon Chan，香港廿一檔製作總監  



Thomas Bruns，德國柏林新音樂室內樂團總監 

 

參與人數：20 人 

 

活動紀錄 

 

 



 
 

 

   (2) 2021.12.18 (Sat)音箱提案會. 閉門活動 中英文同步口譯 

給你一顆虛擬的音箱作為國際發聲平台 

徵未來創作計畫的合創者，在這 

找作品的演出機會，在這 

看看有趣的作品，在這 

聽聽別人音樂節特色，在這 

8 組創意提案連續拋出，生猛接招 

 

2021.12.18 (Sat) 

14:00 廿一檔(HK)、同根生(TW) 

15:00 Korea Arts Management Service(KAMS)＿Gomool、那娜擊樂二重奏(TW) 

16:00 ReMidas(KR)、香港創樂團(HK) 

17:00 World Music Festival Bratislava(SL)、黃珮舒(TW) 

 

參與機構及策展人 

 

Borealis Festival Artistic Director Peter Meanwell 

Dance/USA Director of Regranting 王豪文 

World Music Festival Bratislava Artistic Director Jarmila Vlčková 

臺中國家歌劇院 節目部組長 邱美芳 

臺中國家歌劇院 節目部專員 謝祥雯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節目部經理 林娟代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節目部組長 黃緯騰 

國家兩廳院 節目部專員 劉洲松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 節目行銷處資深經理 林采韻 

 

 

活動紀錄 

 

 

 
 



 
 

 
 

 
 



 
 

 

 
 

 



 

 
 

 
 

 
 



 

 
 

 

 
 

 

 
 

 



 
 

 
 

 

 

(3) 2021.12.15-19 Showcase  公開活動  雲劇場。台灣 >>>https://www.cloudtheatre.com/tw/ 

2021 年「Taiwan Music Showcase 」推薦的節目涵蓋當代創作與即興、古典與傳統樂器、獨

奏與重奏樂團、典型與非典型場域等不同面向，每個演出時長約 20-30 分鐘，三國 9 個節

目共分為 Part I &Part II 不同場次播映。 

 

Line-up Part I故事文本 X 音樂 

2021.12.15 (Wed) 19:00-21:30 

2021.12.19 (Sun) 14:00-16:30 

把音樂成為說故事的媒介，關於生命叩問、儀式、妖怪傳說、跨族群的敘事。 

 

香港。廿十一檔 鄺展維《安魂曲 V. 奉獻頌》 

PORJECT21st。Hong Kong  Charles Kwong《Requiem V. Offertorium》 

廿一檔（PROJECT21st）成立於 2019 年，是來自香港的獨立藝術製作機構，由作曲家鄺展維



與音樂製作人陳楚珊共同創力。 

 

臺灣。同根生 《轉生》 

A Root 。Taiwan  《tradition, transition, transformation》 

同根生為結合民族樂器創作的融合樂團，以臺灣文化為基底，遊走在戲曲歌謠、爵士語彙、

即興聲響之間，刻劃獨樹一格的當代光景。 

 

臺灣。那娜擊樂二重奏 《選粹》 

NaNaFormosa Percussion Duo。Taiwan  Showcase Freature 

那娜擊樂二重奏於 2009 年獲得盧森堡國際擊樂大賽榮獲二重奏組銅牌，以發展精緻擊樂二重

奏演奏藝術為目標：融合東方風韻與西方技法、改編詮釋古典音樂作品精韻、嘗試跨界領域

展演、委託各國新銳作曲家量身創作。 

 

斯洛伐克。Mojse Band 《選粹》 

Mojse Band。Slovakia Showcase Freature 

自布拉提斯拉瓦世界音樂節（World Music Festival Bratislava）脫穎而出的莫伊什樂團目前已經

推出了五張亮眼的專輯，其創作主要致力於建立與斯洛伐克特定地區傳統猶太音樂的新連結。 

 

韓國。Gomool 《糟糠之妻》 

Gomool。Korea 《Kkokdugaksi》 

Gomool 是「國樂」（韓國傳統音樂）的室內樂團，運用具區別性的音樂語言，去發掘韓國傳

統音樂，並試圖去找出獨具特色的韓國傳統音樂。 

 

Line-up Part II 亞洲傳統 X 創新 

2021.12.16 (Thr) 19:00-21:30 

2021.12.19 (Sun) 17:00-19:30 

東亞當代音樂的對話框，舊的傳統如何轉譯，延伸出新生命。 

 

韓國。ReMidas 《不可或缺》 

ReMidas。Korea 《ESSENTIAL》 

理麥達斯樂團（ReMidas）演奏韓國傳統弦樂器伽倻琴（Gayageum）與玄鶴琴（geomungo），

其創作多元，以傳統音樂和即興音樂為主。 

 

香港。香港創樂團 《流絃 (2015,作曲家:董麗誠)》 

Hong Kong New Music Ensemble。Hong Kong 《Drones, Soliloquies and Fragments of Lost Time (2015) 

by Lai-shing Tung》 

香港創樂團是亞洲�屈�指的當代�樂組合，樂團以創新的節�獲各地觀眾熱烈迴響，獲美

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譽為「香港最前衛樂團之�」。 

 

臺灣。立方式 CUBE BAND 《選粹》 

CUBE BAND。Taiwan 《Showcase Feature》 

CUBE BAND因其特殊之編制（琵琶、古箏與打擊），鮮少有現成曲目能演奏，看似弱勢之條

件下，與作曲家合作、開發新曲便成為該團發展優勢。捌號會所於 2020 年邀請國際作曲家鍾

啟榮與王穎為樂團創作，新曲展現獨特傳統與當代音樂內涵，並在全新的編制中探索器樂聲



響、演奏技術之各種可能性。 

 

臺灣。黃珮舒《西方色也》 

Pei-Shu Huang。Taiwan《Edelweiss Fantasia》 

客語創作人黃珮舒，曾多次至歐、亞、美、非演唱客家民謠。從傳統山歌入手，以特有的方

式創作與詮釋女性內心的百轉千迴，為自己留下一份感動及包含了尊敬。 

 

 
 

活動花絮 

 
 


